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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学习平台的中职美术鉴赏课交互策略分析
罗玉江

（江苏省淮阴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淮安 223300）

摘要：相较于线下美术教学，基于网络学习平台开展美术教学工作，可以增强美术课程的直观生动，创设美术学习情境，打造了自

由交流的交互学习氛围，营造良好的美术学习氛围，提高美术课程教学效率。基于网络学习平台，中职学校美术教学找到了新的发展思路。

本文就基于网络学习平台对中职美术鉴赏课交互教学策略展开探究，分析了中职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的具体思路，希望能够为教师开展教

学工作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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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鉴赏课程教学借助网络学习平台，整合传统教学模式的

优势，使网络学习平台与美术课程相互融合，软硬件并驾齐驱。

网络学习平台整合了丰富的图像、文字、影像等学习资源，打造

了交互学习的空间，可为学生打造轻松愉悦的美术鉴赏学习氛围，

让学生主动学习美术知识，积极参与美术鉴赏活动，激发学生的

美术潜能，在丰富的课程内容中欣赏美、感受美，最终促进学生

强化学科核心素养。除此之外，还应将网络学习平台课程融入美

术鉴赏教学中去，开阔学生的眼界，激发学生的潜能，使其实现

综合发展、全面提高。

一、交互式教学的概念

交互式教学模式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通过多种途径实现

语篇要素相交互、师生之间相交互，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践的机会，

逐步增强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让学生在语言应用过程中习得语

言。

交互式教学基于认知心理学与建构主义学说发展起来，关注

信息输入与输出之间学习者心理变化的过程，认知心理学理论认

为只有有意识地对所学知识基本概念和规则展开理解，理解知识

之间的内在联系，学生才能有效习得知识。构建主义在认知心理

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学习过程是人在与周围环境相

互影响的过程，最终学习者构建起关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并完善

自身认知结构。即基于语篇的交互式阅读教学突出学生的学习主

体地位，使学生成为知识的主动构建者。

二、基于网络学习平台的中职美术鉴赏课的特点

（一）积极融入时代趋势

基于网络学习平台的交互式教育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在

网络技术的支撑下，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构建

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为跟上时代发展需求，普通中职学校美术教

育工作也在不断创新，更进一步贴合美术语言和美术发展规律，

贴合美术课程教学目标，应用网络学习平台，促进学生发展创新

性思维，打造更优秀的美术作品。

（二）充分关注个体成长

网络学习平台拓展了学习的空间和时间，课上课外都可以开

展美术教学，为学生个性化发展、多样化成长提供了有力支持。

借助网络学习平台，学生可自主观看视频课程、开展美术实践、

检验美术学习成果，将外在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智慧和精神财富。

三、基于网络学习平台的中职美术鉴赏课交互式教学策略

（一）整理网络学习资源，为交互式教学奠定基础

在美术鉴赏活动中，视觉是接受信息的第一感官，基于网络

学习平台的中职美术鉴赏课程交互式教学应当从整合多元美术鉴

赏资源开始。美术作为一门视觉艺术，若缺乏视觉上的直观传达，

就难将美术的价值呈现出来。美术鉴赏不仅靠教师的表达能力，

靠教师对美术作品深刻的内涵解读，更靠丰富的美术鉴赏资源。

美术鉴赏资源带给鉴赏者震撼的冲击力是人们发展美术鉴赏素养

的前提。

以往美术鉴赏课程总是受到教学资源的限制，不少鉴赏活动

的开展受限。因为鉴赏教学资源有限，因此学生能否理解艺术品

的内涵，主要依赖于教师的讲解。由于缺乏对作品的直观感受，

因此学生往往对鉴赏课程学习不感兴趣，美术鉴赏课堂枯燥乏味。

而网络学习平台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难题。网络学习平台可以通过

数据搜索，迅速获取大量美术资源，同时可借助信息技术对课程

资源进行视听立体化呈现，打造视听结合、动静相宜的鉴赏课堂。

这种内容丰富的美术鉴赏课程能够直观地展示艺术作品，呈现美

术鉴赏课程的艺术价值，聚焦学生的感官，使学生爱学、乐学。

此外，网络学习平台的多元功能还支持美术作品局部放大、虚化

等操作，为学生深入观察、细致鉴赏、多角度分析提供支持。总

而言之，网络学习平台以其直观生动、形象有趣的特点有效提高

美术鉴赏课程效率，帮助教师讲解抽象晦涩、难以理解的灭鼠概念，

也能够帮助学生开展课堂实践。在中职美术鉴赏课中利用网络学

习平台开展教学，不仅能够利用新的艺术形式来激发学生参与艺

术实践和讨论的兴趣，还能够提高学生利用艺术语言表达自身思

想观点和情感的能力，培养创造力、想象力、实践力，使美术课

堂教学取得实效。

（二）打造美术鉴赏情境，满足交互体验需求

打造交互式的美术鉴赏课堂，教师不仅要用网络平台展示富

有张力的美术作品以抓住学生的感官，同时还应当构建一个“场

景式”的美术欣赏空间。美术鉴赏活动借助数字化技术持续升级、

改造。数字化博物馆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通过建立 3D 模型

软件和场景设计工具创建逼真场景，给用户带来沉浸式的观感。

中职美术鉴赏活动也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打造美术鉴赏场景，让

学生得以和美术作品进行深度沟通互动。这种场景化的美术鉴赏

互动剥离了美术作品自带的“生人勿近”气息，学生更乐于与文

物进行互动、交流，更深刻地思考文物背后蕴含的文化价值和艺

术价值。因为数字化技术具有交互性，借用数字化技术，学生得

以更好地与美术作品沟通交流，例如，将数字展品引入课堂上，

借助网络工具呈现博物馆珍贵的展品，以场景设计工具创建逼真

场景，增加美术鉴赏的趣味性。

网络学习平台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学生随时随地进

行美术鉴赏，可以更方便地获取数字化美术展品，在线上平台创

设的美术鉴赏情境中更好地与作品沟通互动。美术作品与鉴赏者

之间建立基于文化主题的情感纽带尤为关键，为此，在鉴赏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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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把握好情感尺度，借助网络平台呈现文化元素，让学生将

艺术感受与文化历史联系起来，将美术鉴赏活动纳入闭环。借助

数字化技术创设美术场景，凭借场景的趣味性、交互性、即时情

感互动、新颖娱乐方式、融合文化意蕴等因素，调动学生的情感，

使其与美术作品之间进行互动，获得良好的鉴赏体验，感受美术

作品中所传达出的内容。当代学生更倾向于通过线上新媒体展开

交流，网络上的即时沟通提高了信息沟通互换效率，使得文化的

丰富多彩性得到更好的体现和发挥。借助网络平台进行美术资源

的共享，并在网络世界打造的情境中展开深层次互动和鉴赏，提

高鉴赏活动效率。新时代背景下，数字化技术为美术作品的展览、

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并为文化的对外传播和输出开辟了

有效途径，中职美术鉴赏教学应当主动适应新时期的交互式数字

化美术鉴赏的发展趋势。

（三）创新教学模式，建立流畅的交互体验

网络学习平台创新了美术鉴赏活动的开展方式，借助鲜活的

鉴赏场景、丰富的游戏活动让鉴赏课程变得趣味无穷。教师应当

抓住网络学习平台的创新性，打造多元美术鉴赏活动，构建出一

种符合学生兴趣的、行之有效的美术鉴赏教学方式。只有找到技

巧性和实效性之间的平衡点，教学创新才算获得成功，才能将学

生吸引到美术鉴赏活动中。

在交互性文创产品数字设计中，需要为用户打造一个能够展

开多元互动、深刻体验的情景空间。例如，借助秦陵博物院和腾

讯共同研发的“数字秦陵”平台，引导学生开展一场酣畅淋漓的

数字化美术鉴赏。“数字秦陵”将秦陵搬到线上平台，让用户在

线上享受跨越千年的数字体验。基于“数字秦陵”，用户能够体

验到与秦陵互动的愉悦感。在“数字秦陵”APP 上还设计了互动

小游戏——“谁是我”，该游戏以轻松的方式将用户带入到秦陵

场景中。再如，引入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推出的“云游敦煌”

平台，该 APP 内就设置了用户自主选择功能，APP 内有多个互动

版块，用户可根据个性兴趣点击不同的板块，从不同维度欣赏莫

高窟的魅力。如“云游敦煌动画剧”版块可提供敦煌动画剧配音

服务，APP 也有每日“私人定制”壁画故事服务，用户可以定制

专属于自己的敦煌色彩、敦煌石窟主题内容，让用户在 APP 上得

到个性化的体验，增强用户对数字文创产品的掌控力。

学生对于美术作品具有个性化的感受和解读，因此美术鉴赏

交互式教学应当使学生能够产生个性化的作品解读，给学生打造

表达个性化意见的空间。这些趣味性的鉴赏游戏使得学生产生个

性化的美术作品解读，与美术作品互动、与场景互动。

（四）创设民主的讨论氛围，鼓励学生大胆发言

“对话”需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从以往的中职美术课

堂教学来看，教师是整个课堂的“统治者”，多数学生不敢说出

自己的看法或建议，哪怕有的时候对某个题有自己的见解，也多

是选择沉默。提倡创设和谐氛围，就是要构建平等、民主的师生

关系，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并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创设和

谐的课堂气氛。首先，教师要客观看待学生的差异，对于基础差

的学生，在课堂中不能剥夺他们的发言权，相反要鼓励他们多发

言，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其次，要尊重学生，毕竟学生的认

知尚不成熟，在学习美术知识中肯定会存在一些疑惑，甚至是错

误，但不能对此横加指责；最后，则是要引导学生多发言、多提问。

如通过谈话来导入。

例如，在欣赏中国画的时候，教师可引导学生从“用笔”“用墨”

两方面来指导学生鉴赏。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画家用不同的笔墨

表现了自己的精神气质与审美理想。在“读”中国画的同时，也

是在鉴赏中国传统美术作品的过程。如元代画家倪瓒《六君子图》，

画面留白较多，树木傲然挺立，颇有君子之风。再结合当时的文

化背景，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作者又是汉人，因此，他用孤傲

来对抗，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空灵”“淡泊”“超逸”“高洁”“孤傲”，

都是他的气质和追求。在这样的艺术欣赏中，学生可以读到作品

中所蕴含的人文情怀与道德情操，同时也会影响到他们。孟子说：

“天地有凛然浩然之气，充塞天地，至大至刚。”天地间，自有

一股浩然正气。这种正气，也是一切文学作品、音乐作品和美术

作品最基本的价值传递，君子亦是人对人格品质的一种基本追求。

在美术作品中，不乏充满正气的优秀作品，它们以艺术的艺术价

值传达了人类最基本的性情。

美术鉴赏交互式教学存在多种多样的“对话”，如师生对话、

生生对话、生本对话，其中师生对话是课堂中最广泛，也是最为

有效的对话关系。在讲授式的课堂中，学生更多的是听教师讲，

提倡用问题来引导学生探究，目的就是要借助教师的“问”，让

学生去“思”，从而搭建起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关系。

例如，徐悲鸿的马是国画界不可多得的精品。在交互式教学

中，教师可以用如下问题引导学生展开鉴赏：1. 徐悲鸿塑造的马

有哪些形态？（奔马、走马、立马，他的马千姿百态）2. 徐悲鸿

的马具有哪些特点？（骠悍、勇猛、耐劳、忠实、充满了生命力等）

3. 联系徐悲鸿的人生经历，分析他笔下的马表达了哪些情感？（徐

悲鸿少时生活无忧，早期他的马多呈现出淡然诗意，而抗战爆发后，

徐悲鸿以艺术家的身份投入抗战中去，他用作品召唤民族的精神

和灵魂，而他的马也成为民族精神觉醒的象征）。通过教师的引导，

学生仿佛能窥见徐悲鸿的马中传递出的情感内涵，这一幅幅万马

战犹酣的壮丽画卷，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滚滚向前。他的作品

中传递的民族的浩然正气和昂扬向上之姿。

四、结语

网络学习平台支持下美术鉴赏教学更加生动、丰富、有趣。

借助网络学习平台开展美术鉴赏交互式教学，教师应当从美术鉴

赏课的实际需要设计教学方案，始终将网络学习平台与美术课程

相契合，以教学内容为基础，不能画蛇添足。只有这样才能发挥

网络学习平台的辅助作用，完善教学方式和教育制度，实现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教师既要熟练利用互联网，也要培

养自身的创新能力和科研意识，以深化教学改革，以网络平台助

力交互式教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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